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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抑郁与自杀的关系十分紧密，抑郁是自杀的重要原因之一。大学生正处于完善青年人格向社会转型的关

键时期，需要面对来自环境、人际关系、学习以及就业等多方面压力，而部分大学生无法以积极健康的

心态去面对这些问题，导致心理失去平衡，更有甚者产生自杀的意念或行为。通过检索文献，从大学生

抑郁症和自杀的研究背景、影响因素、以及干预措施方面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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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pression and suicide are closely related, and depression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causes of 
suicide. College students are in a critical period of improving the personality of young people to 
transform into society, and need to face pressures from the environment,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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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 and employment, and some college students cannot face these problems with a positive 
and healthy attitude, resulting in psychological imbalance, and even suicidal thoughts or behaviors. 
Through the search literature, the research background,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interventions of 
depression and suicide in college students wer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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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大学生是整个社会十分宝贵的资源，他们的身心健康与社会的发展、国家的未来紧密联系。面对生

活环境日新月异的改变、繁重的学业、严峻的现实就业问题以及复杂多变的人际交往等社会众多压力，

使很多大学生的心理与健康状况受到威胁。近年来，大学生自杀事件频发，死亡人数呈上升趋势，成为

各大高校和社会的重点关注问题。从检索到的文献来看，国内外学者对大学生抑郁和自杀行为有一定的

研究，但是很多研究结果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所以，需加强对大学生抑郁症和自杀的病因学及干预方法

的研究，加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及生命价值观的教育，对提高大学生生命质量、维护家庭及社会的和

谐稳定有重要意义。 

2. 大学生患抑郁和自杀现状 

2.1. 大学生抑郁现状 

抑郁症(Depression)是一种当前临床较为广泛并常见的一种重要精神障碍疾病之一，其发病率、复发

率、自杀率及致残率都处于较高水平(McCarron et al., 2021; Nelson & Liebel, 2018; Cuijpers et al., 2016)。
抑郁症是大学生自杀首因，已成为一个全球公共性问题。研究显示，18~34 岁人群是社会中最敏感最焦

虑群体；2020 年中国青少年的重度抑郁患者检出率约 24.6%，其中轻度抑郁检出率为 17.2%，重度抑郁

检出率为 7.4%；对于处于从青春期到成年的关键过渡期的大学生来说，抑郁症的发生严重影响了他们的

学习和社会功能(程冉，王玉锋，2012)。 
有学者对美国地区的大学生进行了抑郁症患病率的调查，据估计有 15.6%的大学生表现出抑郁或焦

虑障碍的迹象(D’Amico et al., 2016)。唐慧等(唐慧等，2013)研究指出 2002~2011 年我国大学生抑郁情绪

的检出率为 29.3%。王密原等(王蜜源等，2020b) meta 分析发现，2009~2019 年我国大学生患抑郁症检出

率约为 31.38%，呈明显的上升趋势，且不同年级的抑郁程度不同，男生抑郁程度高于女生的抑郁程度，

可能是社会经济飞速发展和知识的不断更替，给大学生的心理健康产生了影响。也有研究表明，中国大

学生抑郁症的检出率低于全球大学生抑郁症的检出率，表明在不同的环境下中国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

较好(Ibrahim et al., 2013)。 

2.2. 学生自杀现状 

自杀(suicide)是指个体在自身意识相对清醒稳定的状态下，以伤害自己或结束自己短暂生命历程为目

的的行为。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转型急剧，互联网应用的日渐强大使人们获取信息愈加的迅速快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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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已逐步成为一个重要的伤害与公共卫生问题。据 WHO 报道，在当前我国各类人群常见的疾病死因

的排位中，自杀死亡人数占第 5 位，是 15~24 岁青少年死亡的第三大死亡原因(Arensman et al., 2020)。 
自杀意念，指死者有强烈寻死的内心愿望，但未采取实际自杀行动，具有强烈隐蔽性、广泛性的和

高度偶然性的特点。在美国有 18%的大学生有过自杀意念(Drum et al., 2009)；在中国中，有 25.89%左右

的大学生也有这种自杀意念(赵建彬等，2020)。相关学者对 2010~2020 年中国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检出

率的元分析结果显示，在自我伤害方面，高于1989~2015年我国大学生16.6%的检出率(Lang & Yao, 2018)，
可能与近年来我国社会发展飞快，大学生面临的竞争愈发激烈有关。有学者发现，1 人自杀死亡，至少

会对 6 人的自身寿命产生严重影响；且自杀及死亡事件给身边他人可能造成潜在的严重心理伤害并将持

续数十年。 

2.3. 大学生抑郁和自杀的相关性 

周鄂生等(周鄂生等，2007)对中国大学生抑郁症和自杀行为的研究中发现，大学生高于一般青年，重

点高中高于普通高中，大一和大四年级学生高于其他年级，研究生高于本科生。以往研究发现(张凯等，

2008)，有自杀意念的抑郁症学生对自杀持肯定、接受的态度，而无自杀意念的抑郁症学生对自杀持否定、

排外的态度。根据《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DSM-IIIR)，六名抑郁症患者中有一人最终自杀(Volkmar, 
2013)。抑郁情绪是导致大学生自杀意念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大学生自杀多数是由于生活中遭遇困境而

缺乏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难以承受内心痛苦而选择伤害自己。因此，对大学生患抑郁症状引起自杀行

为进行研究，分析引发大学生自杀行为出现的具体背后及其原因，探索大学生自杀的各种预防和措施，

对有效干预并阻止大学生过早发生自杀行为有重大意义。 

3. 大学生抑郁和自杀的影响因素 

3.1. 内部因素 

3.1.1. 人格因素 
人格对个人的心理健康具有重要的影响。冲动型人格、A 型人格特征、神经质以及精神质的人更易

产生自杀想法。大学生的人格稳定性是自杀意念的保护性因素，而人格忧虑性是自杀意念的风险性因素

(李亚敏等，2014)。有研究和数据表明(阮彩莲，2013)，依赖型人格和自我批评型人格，有着极具代表性

的抑郁潜在性。也有学者(马宏丽等，2017)认为，神经质、精神质是导致罹患抑郁症的潜在危险的因子。

马红秀等(马红秀等，2022)研究调查发现：最近一周大学生自杀意念、自杀倾向得分与人格神经质、精神

质得分呈正相关。研究发现，抑郁与神经质人格得分呈正相关，与外向性、开放性和严谨性人格得分呈

负相关(马慧等，2019)。Nouri 等(Nouri et al., 2019)研究发现，神经质、精神质测试得分相对较高者的人

群中患抑郁倾向的风险增高。 

3.1.2. 人际关系因素 
人际关系指人们在交往过程中，彼此相互影响，并建立在某种精神心理层次和一定社会心理上的联

系。相关学者认为(胡素云等，2021)，人际关系差的学生出现抑郁情绪是人际关系好的同学的 1.77 倍，

可能与个人的性格、自身健康状况、家庭条件有关。已有(任红漫，2006)研究发现，新生入学不适和交往

障碍往往是促使大学生自杀事件的常见原因之一。樊富珉(樊富珉，2005)研究发现，人际关系敏感是有自

杀意念者共同的特征，他们难以与他人建立亲密的关系，多表现为自卑、内向、缺乏信任感，多以自我

为中心，且易受情感伤害。康华洁等(康华洁，陈晓，2012)研究发现，人际关系差的学生表现出的特征多

与抑郁有密切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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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情绪或情感因素 
傅晓荟等(傅晓荟，李丽萍，2007)研究认为，抑郁症自杀者的情绪多长期处于紧张、焦虑、压抑的状

态中，负面情绪不能得到及时的缓解会导致大部分自杀者对生命的价值产生偏见，最终悲剧发生。在情

感方面，研究发现(李旭等，2016)，失恋的大学生比没有失恋的大学生发生抑郁症的危险性高。大学生作

为当代特殊的群体，具有相对较高水平的社会文化素养，但他们相对于缺乏丰富的社会生活阅历和心理

情绪调节的能力，往往不能正确的对待他们恋爱过程中存在的种种感情问题，特别是低年级的学生，由

于自身思想的幼稚，自我心理控制与调节能力较差，一旦陷入感情的悲痛漩涡中将很难自制自拔，法忍

受精神和心理上的双重打击，产生轻生的念头。 

3.2. 外部因素 

3.2.1. 家庭因素 
家庭环境对个体的成长起关键作用。有学者进一步研究发现，家庭环境也是大学生产生抑郁症状的

重要原因之一(张静，2015)。闫婷婷等(闫婷婷等，2017)研究发现，来自农村的大学生患抑郁症的检出率

一般比城镇大学生的高，而单亲家庭的抑郁症大学生检出率，比完整家庭的大学生患抑郁症的检出率要

相对高，可能与成长过程中缺乏安全感，易产生自卑心理有关。王蜜源(王蜜源等，2020a)等研究发现，

家庭经济水平低的大学生抑郁症状检出率较高。郝莉楠等(郝莉楠，郝伟平，2011)认为家庭冲突以及家庭

破裂情况，会极大地增加青少年引发抑郁症的情况，且近年来多数大学生自杀事件的报道中都显示，有

家庭破裂的大学生大多会产生自杀意念。此外，有自杀家族史的学生比没有自杀家族史者更容易产生自

杀意念(和红，杨洋，2015)。 

3.2.2. 学校因素 
大学是人才集中的地方，来自全国各地，水平高低不一，竞争相当激烈。占颖玉(占颖玉，2018)发现，

对个人专业不满意的大学生抑郁症状检出率高。曹文军(曹文君等，2017)发现不同年级的大学生抑郁症检

出率显著不同，大一年级与大四年级的抑郁焦虑检出率相对较高；大一同学刚步入大学校园，难以适应

集体生活，遇到挫折时更容易产生负性情绪，而大四学生处在转型阶段，面临就业、继续求学深造的抉

择，长时间处于焦虑状态，久而久之，引起抑郁症状。以往(萧文泽等，2006)研究发现，学习成绩优异的

学生自杀的检出率较低，大学生多以自学的方式为主，成绩优异的学生往往有着良好的自主学习习惯和

思考方法，以积极正面的态度对待学习，而成绩差的同学则与之相反。 

3.2.3. 社会因素 
随着我国高校招生数量的规模增加、就业形式上的严峻，各大招聘单位对毕业生的要求愈加严苛，

使大学生的压力越来越大，使他们对未来的规划十分迷茫。木云珍等(木云珍等，2009)研究发现，少数民

族为主的大学生是诱发抑郁症状的高发人群。已有研究发现(马红秀等，2022)，负性生活事件对大学生自

杀意念有预测作用；负性生活事件经历较少的大学生不易产生自杀意念，而经历较多的大学生，他们的

情绪越不稳定，越易产生自杀意念。此外，儿童期受不良影响对个体的躯体和心理发展会造成严重的影

响，这些过往会增加大学生的自杀风险(Nemeroff & Binder, 2014)。 

4. 大学生抑郁和自杀的干预措施 

4.1. 对大学生抑郁进行早期识别与干预 

田涛等通过认知疗法联合团体绘画来减轻大学生抑郁症患者的负性情绪(田涛，田晓，2019)。王雪芹

等采用中医养生功法——太极拳，来增强大学生的体质，摆脱大学生的抑郁心理(王雪芹等，2017)。郭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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婷等研究发现(郭旭婷，杨洋，2017)，高效适度的日常体育锻炼，能够有效地干预大学生们的消极负面情

绪，且运动干预后抑郁症不易再次发生。此外，早期识别大学生个体心理危机，可以从情绪变化、行为

变化、学习兴趣下降以及自杀意图的流露这些方面来判断。可以在新生入学时，通过人格问卷和心理健

康问卷来检测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以便尽早地对有抑郁倾向的大学生进行干预。 

4.2. 对有自杀意念的大学生进行心理援助 

预防自杀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早发现、早治疗、早干预”。胡知仲等(胡知仲等，2021)运用心理学家

弗兰克尔的意义疗法对大学生自杀行为进行干预探索。Jed Foundation 的自杀干预模型可以减少自杀倾向，

提升心理健康(Schwartz, 2021)。研究发现(Garlow et al., 2008)，有抑郁症和自杀意念患者不会主动去寻求

援助。预防大学生在校发生自杀行为，可建立以学校–院系–班级–宿舍为一体的四级预警网络，来预

防此类事件的发生，从而提高大学生的生命质量。通过检索文献发现，对自杀者的危险因素方面的研究

较多，但对自杀的干预措施研究较少。 

4.3. 加强大学生生命健康教育和生命价值观教育 

研究发现，当代中国部分大学生的基本生命伦理价值观普遍存在道德缺失、异化现象等问题(莫文斌，

2008)。大学生要提高心理素质，增强生命的责任意识，提升生命质量。学校是预防大学生自杀的重要宣

传场所，要教导学生珍惜、尊重生命，让每个学生多了解珍惜生命的意义所在和人生的价值；开设有关

心理健康教育的专业课、以“珍爱生命”为主题的活动；创建良好的校园环境，加强家校沟通；加强大

学生职业规划方面的工作，减轻大学生就压压力。我国学者对青少年生命素质教育理论的研究多集中在

理论层面，很多原始文献论述了发展生命科学教育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在实践中如何让学生自觉

把生命关怀教育理念落到实处这方面的研究仍然较少。 

5. 小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从检索到的文献信息来看，大学生抑郁症和自杀行为的检出率呈上升趋势，个体、学校、

家庭、社会等诸多因素影响着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但研究结果存在差异性，研究的方法较单一。笔

者通过阅读分析文献，发现大学生患抑郁症和自杀行为的有效干预策略方面仍存在未解决的问题，今后，

需进一步开展对有关大学生抑郁症发作和大学生自杀事件的具体病因诊断及相应干预措施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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